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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百鸟朝凤》看电影的文化传承意义

严子翔

( 南宁学院，广西 南宁 530200)

［摘 要］ 在为观众营造特有的情感体验，传递出特定信息方面，电影有着重要的作用和难

以被取代的魅力，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电影有必要利用其表达属性，以富有创新性和艺术

性的方式，发掘出文化的魅力。吴天明的《百鸟朝凤》将目光对准了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的陕

西和中国民族音乐。电影通过两代唢呐艺人的经历，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困境，这对于人们了

解秦文化和中国民乐，乃至对它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和传承是极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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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观众营造特有的情感体验，传递出特定

信息方面，电影有着重要的作用和难以被取代的

魅力，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电影有必要利用其

表达属性，以富有创新性和艺术性的方式，发掘

出文化的魅力。吴天明的《百鸟朝凤》( 2013) 将目

光对准了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的陕西和中国民族

音乐。电影通过两代唢呐艺人的经历，揭示了传

统文化的困境，这对于人们了解秦文化和中国民

乐，乃至对它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和传承是极

有意义的。

一、电影与文化传承

近年来，人们已经意识到，“经济、文化全

球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既受到冲击又得以发

展。电影媒体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

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与时代主潮。”
首先我们要承认的是，在 当 前，由 于 在 形

态、创作乃至传播接受、商业盈利上的优势，影

像技术介入到文化传播领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人们已经习惯了“读图”，何况从技术层面来看，

“影视语言由于运用了画面、文字、语言、音乐、
音响等多种媒介手段，成为高信息量的媒介综合

体，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审美表现力、艺术表现力

和思想表现力。”电影在视听上的鲜明和直观，对

于观众而言是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的。以《百鸟朝

凤》为例，电影中多次展现了焦三爷和他的焦家

班吹唢呐以及演奏其他民乐的场景，有焦三爷对

徒弟的示范，有焦三爷老迈以后喝醉酒后的独

奏，也有焦三爷在德高望重者葬礼上的拼死演出

等，每一次演奏都各不相同。这对于银幕之前的

观众而言是一种在日常中较少有机会接触到的

“原生态”审美对象，并且这种审美对象的展现由

于各种符码元素的服务，以及电影的蒙太奇手

法，是极为灵活的。在视听语言的交流中，观众

得到了一个同构性世界，“百鸟朝凤”的概念和真

实生动的画面、音乐合二为一，让观众迅速获得

启悟，不仅能够在感官上享受到百鸟朝凤乐曲本

身的美，还能够进一步理解更为抽象的内容，即

为何焦三爷说曾经唢呐匠能够坐在太师椅上，底

下孝子贤孙跪倒一大片，千恩万谢的? 因为唢呐

匠执掌着是否给逝者吹奏《百鸟朝凤》的权利，是

逝者一生品性的最后盖棺定论者，这就是无双镇

乃至更广泛地域上的人们秉承多年的“规矩”。为

何焦三爷会感慨“没规矩了，没规矩了”? 人们之

所以不再把唢呐匠当回事并不是技艺本身的过

时，而更多的是人们价值观的崩坏。这样一来，

观众和主创之间，观众和唢呐艺术的传承人之间

就实现了一种跨时空的有益交流。文化本身是电

影拍摄的一个宝库，而电影又能够让更多文化中

的有形的物态内容( 如服饰、器皿等) 和无形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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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道德规范等的传播成为可能。
同时，文学同样是具有传承意义的，但是在

图像时代，电影作为一种更具传播优势的媒介，

它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无疑能极大地扩大这种传承

宣扬之功。只是故事在被搬上大银幕的过程中，

要被做出一定的调整。《百鸟朝凤》就是根据肖江

虹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二者在内容上有一定的

区别。在原著中，天鸣在第一次吹奏百鸟朝凤时

就忘记了曲谱，焦三爷于是给死者家属鞠了三个

躬后折断了唢呐，自己去到蓝玉的纸箱厂打工，

从此唢呐匠焦三爷不复存在，只有一个看门的老

人。两位徒弟显示出了不同的不成器，师父也对

自我实施了放逐。这在文字艺术中，无疑是能吸

引读者掩卷深思的。肖江虹在电影的改编过程中

曾与吴天明发生争执，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如电

影中焦三爷这样坚守理想主义的人。在电影中，

焦三爷不仅对于蓝玉选择的道路是反对的，他自

己更是一直到死都在坚守唢呐艺术，甚至在吹奏

的过程中吐血。与原著中，焦三爷亲自对唢呐实

行了一种“终结”不同，在电影中，并非焦三爷放

弃了唢呐，而是他和唢呐共同成为被放弃者。电

影以天鸣在坟前为焦三爷吹奏《百鸟朝凤》结束。
如果说，之前的焦三爷和唢呐是二位一体的，二

者共同代表了唢呐的辉煌，此时的天鸣和唢呐同

样是二位一体的，天鸣虽然学会了唢呐技艺，但

他再也无力组起原来唢呐吹奏应有的“四台”“八

台”，而唢呐的地位也由那位上门来做非遗登记

工作的工作人员暗示出来，它虽然依然存在但不

再鲜活，成 为 人 们 食 之 无 味，弃 之 可 惜 的“遗

产”。两个结局各有各的无奈和悲凉。但是无论

是从主观上对理想主义者的认同，抑或是在客观

上对电影戏剧冲突的追求，都使得吴天明更为倾

向于第二种结局。从电影上映后各方的评论来

看，显然观众们都为焦三爷之死而感到震撼。这

个无比悲怆的，人与唢呐同时具有“死”与“不死”
属性的结局，令观众难以释怀: 观众此刻被赋予

了一种抉择的权利，他们的关注与唢呐的存亡息

息相关，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每一点忽视和偏见，

都有可能成为将文化推向死亡的力量，使自己成

为更多“焦三爷”的掘墓人。因此，电影在无形中

敦促着观众站向抢救文化而非漠视的一方。这种

改动，保证了电影在文化传承上的宣教。
还需要提及的是，电影也同样是文化的一

种，它和唢呐这种传统文化一样也存在传承的问

题。在《百鸟朝凤》中，隐藏的就是作为“第四代”
导演的代表人物，曾经表示过电影是“用良知来

书写自己的理想”的吴天明的一种对于何为“中国

电影”应有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追求的思索。在电

影中，新时期农民在操办红事白事时开始偏向西

洋乐队和电声乐队，唢呐逐渐式微，这隐喻的是

当下商业电影迎合市场，为票房，而非为理想与

良知而拍的现状。焦三爷们花费大量心血传承下

来的艺术正在消失，很多人的人生和世界被改

变。吴天明渴盼出现更多的人葆有和焦三爷一样

的情怀。电影在正面赞扬焦三爷和天鸣的坚持

时，也并不否认，时代在变，艺术难免被时代抛

下，在慢刀子割肉的痛苦过程中，匠人们的坚

持，往往指向的是痛苦和不幸，但越有德行的匠

人，越会选择坚持，这既是匠人的悲剧，也是包

括电影人在内的艺术家的悲剧。在《百鸟朝凤》
中，吴天明用电影和唢呐艺术实现了一次互文和

互动，甚至他的去世也与电影中焦三爷的去世形

成了一种映照。由此，电影之内和电影之外，都

在申诉同一主题: 一代人的岁月无法与时光对

抗，任何文化，包括技艺与精神，都需要有着能

跨越人生命长度的坚持。在此不赘。

二、《百鸟朝凤》的文化传承书写

早在《变脸》( 1996) 等电影中就不难看出，吴

天明早就已经以拥抱的姿态接触过传统文化，形

成了对文化传承的一定认知。这些认知和观念贯

穿于吴天明的电影作品中，既稳定，又有一定的

变化，使得吴天明的电影有着深刻的、令人过目

难忘的文化烙印。而对于《百鸟朝凤》这部电影，

吴天明更是曾经明确表示，《百鸟朝凤》不是拍给

现在的观众，而是拍给未来的观众看的。可见导

演本人对于电影的传承定位有着清晰的、自觉的

意识。在具体的传承言说上，《百鸟朝凤》运用了

多重策略，这些策略对于其他主动承担文化传承

任务的电影来说，是有刺激和提升作用的。
首先是选择了唢呐这一绝大多数国人都熟

悉，音色高亢嘹亮，在农村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

的文化符号，并且极大地丰富了这一符号的内

涵。在《百鸟朝凤》中，焦三爷有着唢呐王的地

位，游天鸣和蓝玉是他最为得意的两位徒弟。在

下一任唢呐班主的选择上，焦三爷选择了天赋不

如蓝玉的天鸣。这使得蓝玉十分委屈。而认为

“八百里秦川不能没有唢呐”的焦三爷的理由是:

“这把唢呐，从我的师爷的师爷的师爷手上传下

来，现在我要传给一个不仅唢呐吹得好，更能把

唢呐吹到骨头里面的人。”所谓的“吹到骨头里”并

不仅仅是技艺上天才和庸才的区分，而是谁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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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衣钵，保证这把唢呐的“香火”不断。后来天

鸣也确实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在外来的西洋乐

夺去小镇居民的注意力，游家班又因为成员的经

济困难而解体等艰难的时刻，天鸣抵御住了外界

的诱惑，成为一个孤独的掌门人。观众对于唢呐

艺术至今依然在各民乐团中大放异彩的事实是确

信的，但是对于天鸣、二师兄、蓝玉等这样的个

体的命运却又是不确定的，电影有意没有交代他

们的结局，但又处处暗示了他们命运的凄凉，如

一个师兄断了手指，另一个师兄的肺染上了重

病，他们都再也无法捡回这门艺术，天鸣在西安

街头看到有人靠吹唢呐行乞等。在《百鸟朝凤》等

电影将人们较为熟悉的唢呐等文化的传承问题摆

到台前来之后，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延续问题的保

护意识被唤醒，其他的非遗电影便有了更多的积

极创作的条件，如王万东的《蹩鼓小子》( 2015 ) 、
陶海的《飞天窑女》( 2016) 等更乏人问津，更处于

失传边缘文化的电影，就有了更多的摄制的经

验，早于《百鸟朝凤》的非遗电影，如李彦廷的

《高甲第一丑》( 2010 ) 等，也有了更好的传播空

间，观众也得以收获更多的文化符号。
其次，在叙事框架上，《百鸟朝凤》也实现了

较为精巧的架构。电影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的主要矛盾集中在焦三爷选择接班人的

问题上，叙事内容主要为主人公游天鸣和自己的

命运进行抗争，努力提高自己的唢呐技艺，同时

也与本应是竞争关系的蓝玉有着深厚的友情; 后

半部分的主要矛盾则变为了成为游家班班主的天

鸣如何将唢呐在无双镇上的地位保持下去的问

题。不仅镇民们抛弃了唢呐，游家班的成员也认

为“别他妈的把这太当回事，随便吹吹就得了”，

曾经被奉为圭臬的秩序彻底崩塌。两部分的冲突

都是较为紧张的，观众始终关注着天鸣究竟何去

何从。而这两个部分又不是割裂的，它们形成了

一种关联，天鸣为了成为焦三爷的接班人而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但是这并没有指向一个他预期中

的回报。天鸣小时候被父亲带去恳求焦三爷收

徒，而天鸣长大以后回家时，父亲的态度早已发

生改变，唢呐曾经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天鸣

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落空了的，这是让观众不

胜唏嘘的。
最后，电影在叙事中设了伏笔和隐喻，使得

电影拥有了一种更为精致的艺术情景。如在割麦

子时，蓝玉割得虽快麦子却东倒西歪，而天鸣速

度虽慢却老老实实，稳扎稳打，这对应了后来蓝

玉自承性子野，不适合接过师父衣钵的情节; 又

如师娘对徒弟说过自己曾经有过两个孩子，一个

早早地流产了，一个则在十岁时得病死去。这里

是对蓝玉和天鸣两个爱徒命运的一种隐喻，没能

真正掌握到唢呐精髓的蓝玉便是流产的孩子，而

好不容易学成出师的天鸣却还是在社会变革，浮

躁的外部环境的挤压下几乎走投无路。可以说，

《百鸟朝凤》在对唢呐文化的传承这一主题的处理

上，是做得较为到位的。
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在新时期的良好传承，是

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在经济的发展中，流行文

化不断挤占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大量非遗有可

能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逐步走向消亡。在这样

的情况下，吴天明的《百鸟朝凤》为以唢呐为代表

的传统文化唱出了一曲挽歌，体现出了主创可贵

的思索与深沉的文化焦虑。可以说，《百鸟朝凤》
以及类似电影，为影像能够帮助延续传统文化的

精神血脉提供了明证。在未来人们对重视、传承

传统文化的呼吁中，电影还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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